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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大活”的执念

从改编自经典志怪传奇的
《八十一难》，到借鉴热门影视话
题的《飞驰余生》，《喜人奇妙夜》
的剧目内容涉猎广泛。民国义士、
江湖侠客、战国质子……无论多
么天马行空的人物设定，在“喜
人”的精心创排下，他们都能被精
确表达，在喜剧空间绽放不同的
光彩。《喜人奇妙夜》前身《一年一
度喜剧大会》中，“直人”“怪人”的
人物搭配十分常见。所谓“直人”，
意指喜剧中负责吐槽的角色。“直
人”是观众在喜剧世界的化身，用
来中和荒诞的情节设定，他们一
般会在恰当时机担当观众“嘴
替”，金句频出。“怪人”是让笑料
升级、喜剧升华的关键。“怪人”不
合常理的行事逻辑不断引发“直
人”吐槽，两者你来我往的对弈让
平均15分钟的短剧笑点不断，充
满新鲜感。

《喜人奇妙夜》中，“直人”“怪
人”的搭配依旧，脑洞大开的“升
番”模式却越来越少见。比起逗乐
观众，节目内容的完整性似乎更
受重视。无论是讲述父子亲情的

《质子的愿望》，还是注重民国爱
情的《渡口》，这些短剧从一开始
就不断铺陈时代背景，以旁白完
善情境，毫不掩饰创作者“想要攒
大戏”的野心。然而，复杂的“大制
作”并不是让喜剧起死回生的灵
丹妙药。一期节目数个短剧，接连
不断的复杂设定提升了观看门
槛，本应各出奇招的喜剧逐渐趋
向同质化。

不少观众在“喜人”社交账号
下留言，表示不想再看到喜头悲
尾的“大制作”。参赛选手“酷酷的
腾”在回复评论时直言，“不是一
定要煽情，没有底在现场可能就
是七、八千分”。节目的“完整性”
逐渐和“趣味性”平起平坐，成为
线下观众投票与否的重要标准。
某种意义上，“整大活”不是喜剧
人的参赛执念，反而是观众平日
观影习惯下培养出的审美。值得
注意的是，线上观众和线下观众

对于喜剧效果的感受存在差异。
初选赛中，线下成绩倒数的《破
风》上线后广受好评。不少网友直
呼“《破风》不应该在正片中被删
减”；近期播出的《雷欧雷农场》斩
获现场高分，播出后却被不少网
友吐槽“不好笑”。可见字幕和运
镜对于喜剧呈现效果的影响。偏
向话剧的三幕式编排看似老套，
但在线下更具感染力。

“新喜剧”何去何从

《喜人奇妙夜》出品方米未传
媒在涉足喜剧领域之初，曾打出

“新喜剧”招牌。短、平、快的素描
喜剧正符合其初步设想。所谓素
描喜剧，专指脑洞大开、碎片化

升级的极简表演。在素描喜剧
中，抓住一个荒诞、离奇的点子
不断演绎“升番”，正是素描喜剧
最大的趣味。简单易懂的情境、
极致推演的情绪，满足了观众碎
片化的娱乐需求，让“新喜剧”成
为互联网“快消品”。素描喜剧不
像传统小品那样需要交代故事
发生的前因后果，更不像舞台话
剧需要塑造过于复杂的人物。一
个精炼后象征性极强的简易场
景，就能成为“喜人”们脑洞大开
的秀场。

国产“喜综”中，颇受好评的
素描喜剧《父亲的葬礼》正是如
此。前来葬礼吊唁的好友个个不
一般，这些“怪人”正是喜剧“升
番”的关键。随着离奇事件不断升

级，父亲的生前好友——— 黑社会
大佬、爱因斯坦、半人马等极致荒
诞的人物轮番上阵，最终以“土
星”驾到将这出葬礼闹剧极致收
尾。小而精妙的喜剧脑洞在重复
演绎的剧目结构下轮番升级，笑
料不断。反观《喜人奇妙夜》，不可
避免的“小品化”“话剧化”倾向让
喜剧脑洞无处施展，趣味沦为煽
情的辅助。

在追求喜剧表达和作者情怀
的同时，“好笑”依然十分重要。喜
剧效果和喜剧情怀需要并存。“喜
人”创作团队不应当舍本逐末，忘
记逗笑观众的初心。当然，喜剧也
不应该沦为“耍宝”的猎奇闹剧。
第一季《一年一度喜剧大赛》中，

“三狗”组合放飞自我的“狗坨子”

风格曾引起争议。不少人认为“三
狗”的喜剧不够高级，有洒狗血嫌
疑；也有不少人认为，这些不合时
宜的“地狱笑话”正是对严肃现实
的解构，不必上纲上线。节目中，徐
峥和马东对于“无厘头笑点”的不
同看法引申出“喜剧需不需要高
级”的深度讨论。《喜人奇妙夜》中
部分喜剧的厚重、无趣，并非单单
因为其脱离了无厘头的“素描喜
剧”形式，更因为其套路化、模板化
的表达方式。编剧六兽说：“我想用
素描喜剧来为喜剧服务，而不是我
们去服务素描喜剧。”“新喜剧”也
正是如此。它不应该拘泥于舶来品
的形式，而应该利用其“中毒性”极
强的喜剧元素为表达服务。

“喜综”进入沉淀期

从《曲苑杂坛》到《欢乐喜剧
人》，从《周六夜现场》到《喜人奇
妙夜》，“喜综”不断拓荒、迭代更
新，创作模式出现转变。以米未为
首的线上“喜综”出品方深耕年轻
化“网感”表达，借多样态喜剧打
造“喜人”宇宙。单口、漫才、素描
喜剧、物件剧、独角戏……喜剧创
作形式的开发拓宽了影视制作平
台的视野，也丰富了观众的选择。
打破“小品大赛”的陈旧认知后，

“喜综”开始进入沉淀期。《喜剧之
王单口季》《斗笑社》《单排喜剧联
盟》等竞品排队待播。《喜人奇妙
夜》作品中出现的套路问题正是
喜剧产业摸清观众喜好后，对于

“产品”生产标准的有益探索。长
久沉寂后，“喜综”正处于触底反
弹的时刻。

观众仍然需要喜剧。马东说：
“这个需求比我们想的要大，所有
做喜剧的人，都像在精卫填海。”
网友对于《喜人奇妙夜》“不够好
笑”的批评和节目播出盛况的反
差正是最好的例证。甜皮苦心的
喜剧遇冷，本质上是观众对于说
教姿态的反感。所有笑声并非无
端，它们当然需要意义的支撑，看
似简易的素描喜剧同样有内核。

《喜人奇妙夜》想要在作品中提炼
出新意，撑起“三喜”的名号，需要
放弃“人保戏”的捷径，沉下心来
打磨剧本。

口碑分化 爆款难出

“喜综”为何不再轻盈
会集了一众喜剧人的原创竞演综艺《喜人奇妙夜》“开播即爆”。作为曾经的网综爆款制造机，米未传媒不

负期待，再度打出一副好牌。然而，距离节目播出已过5周，“喜综”展演内容褒贬不一。相较前身《一年一度喜剧
大会》，《喜人奇妙夜》似乎难以保持高水准，“小而精”的爆款越来越少。不少“喜人”创作模式开始疲软，喜头悲悲
尾的套路式结构频繁出现，引起争议。当年轻化“新喜剧”步入瓶颈期，“喜综”应当何去何从？

王跃文谈长篇小说创作25周年

书写生活原本和应有的样子
刘宗智 济南报道

王跃文长篇小说创作25周年
分享会暨全国巡回签售启动仪
式，日前在第三十二届全国图书

交易博览会举行，王跃文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表示，“我既想写出生
活原本的样子，又想写出生活应
有的样子，竭力追求生活真实、理
想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完美结合。”

从事文学创作三十余年，王
跃文的创作所走的是一条沉潜的
现实主义文学创作之路，创作出
很多畅销并且长销的长篇代表
作，比如《国画》《梅次故事》《苍
黄》《大清相国》《家山》等。谈及创
作初心，王跃文表示并没有什么
特别的机缘，只是因为热爱脚下
这片土地，热爱这片土地上的人
民，热爱中国文学的优秀美学传
统。他用关怀与善意的笔触描摹
着真实的人生世相。对于自己笔
下的人物，不论是“明亮的或是灰
暗的”，他想做的都只是“究其所
源，揭示生活真相”。

很多评论家评价王跃文有湘
楚“狂士”的风范，王跃文回顾自

己25年的长篇小说创作，有欣慰也
有遗憾，但从对文学的热爱和虔敬
来说，他无怨无悔。他用米沃什的
几句诗来描述自己的心情：“想到
故我今我同为一人/并不使我难为
情/在我身上没有痛苦/直起腰来/
我望见蓝色的大海和帆影。”

活动现场，山东大学文学院
院长黄发有教授就现实主义写作
发表了自己的见解，“现实主义同
样可以写得广阔、有多样化的风
格。从《国画》到《家山》，王跃文老
师的现实主义笔法一直在拓展”。

分享嘉宾、山东省报告文学
学会会长逄春阶坦言自己是王
跃文作品的忠实读者。从现实题
材的《国画》到历史题材的《大清
相国》，再到最新的以乡村为背
景的《家山》，逄春阶从王跃文的
作品中看到了一位作家在处理不
同类型题材时的创作活力。他同
时也注意到，对人的观察与书写

是王跃文长篇小说创作的永恒的
主题。

分享会现场，评论家阎晶明、
施战军、王春林，作家阿来、何向
阳等以视频形式表示了对王跃文
长篇小说创作25周年的祝贺。中
国作协副主席阎晶明表示，自己
特别乐意向广大读者推荐王跃
文和他的小说，“他具有强大的
叙事能力，而且对人性也有着深
刻的体察，这让他的小说总是能
够通过绵密的叙事来反映出深
刻、多重的主题。王跃文具有强
烈的现实关怀，他对现实人生有
着密切的关注和深入的体察，这
让他的小说无论是处理当代题
材，还是叙写古代人物故事，总
是能够体现出现实主义小说的
品格。他对自己生活的土地充满
感情，他的小说的那种强烈的家
国情怀总是能够深深地吸引和
感染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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